
今 年 4 月 2 日 ，是 张 澜 先 生

诞辰 150 周年。张澜先生是伟大

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主革命

家 、教 育 家 ，中 国 民 主 同 盟 杰 出

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中国共产党

的 亲 密 朋 友 。 他 为 争 取 民 族 独

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献出了毕生精力，为坚

持 和 发 展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统

一 战 线 和 多 党 合 作 事 业 作 出 了

不朽贡献。

一、英勇的保路运动领导
人，杰出的人民教育家

张澜先生 1872 年 4 月 2 日生于四川南充的

一个佃农家庭。他自幼随父耕读，先后中秀才，

补廪生。1902 年，他入成都尊经书院，翌年被保

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他目睹了

日本的维新富强和教育事业的发达，深感教育对

国家民族之重要性。在留日学生会上，他提出慈

禧还政光绪、变法维新的主张，毕业后被清政府

当局押送回国。

回国后，张澜先生先后创办南充民立小学、

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和南充端明女学，实行新式教

育，主张妇女读书，提倡妇女天足，开四川教育革

新和妇女解放风气之先。在教学中，他着重培养

学生爱国思想、传授科学知识。后来他大半生从

事教育事业，培养了不少英才，有“蜀中学子半门

生”之誉，如朱德、罗瑞卿等都做过他的学生，受

过他的教益。

1911 年，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国家抵押路权、

谋举外债，激起四川各阶层人民的愤怒，保路运

动兴起。张澜先生前往成都参加川汉铁路股东

代表大会，当选为股东大会副会长。大会成立了

保路同志会，在他和蒲殿俊、罗纶等的领导下，保

路同志会开展群众性斗争，反对清政府卖国行

径，阻止帝国主义势力内侵。保路运动轰轰烈烈

遍及全川，成为全民性的大起义。张澜先生因此

遭到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尽管大刀架颈、洋枪

抵胸，他也毫不妥协、据理力争。四川保路运动

成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导火索之一，孙中山先

生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

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武昌起义后，张澜先生获释。同年冬，大汉

四川军政府成立，他受命出任川北宣慰使。1913
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赴北京就任。1914 年

袁世凯以非法手段解散国会后，张澜先生返回南

充办学，并做反袁准备。 1915 年护国战争爆发

后，张澜先生联络川军混成旅旅长钟体道，成立

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通电响应讨袁，配合蔡锷

的滇军。共和恢复后，张澜先生在蔡锷举荐下任

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庶政。他励精图治，清肃

盗匪，惩治贪吏，废除苛捐杂税，整饬社会风气，

川北大治，他也因此誉满全川。

1917 年 11 月，张澜先生升任四川省省长。

不久后川、滇、黔军阀内讧，四川形成军阀割据局

面，政令不行，他被迫于 1918 年离川赴北京。五

四运动前后，张澜先生出任《晨报》常务董事，蒲

殿俊任社长，并聘请李大钊作副刊编辑，增设“自

由论坛”“译丛”等栏目。他支持新文化运动，在

吴玉章影响下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并在《晨报》

上发表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他声援爱国学生

运动，支持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还以

四川省省长名义商请交通部，拨川汉铁路股息资

助四川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如陈毅、赵世炎

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革命家。

1920 年，张澜先生奔母丧回川，并于年底卸

任省长，在南充主持地方事业，参加地方自治活

动。他发动地方人士兴办实业，设蚕桑改良场，

改进丝绸生产。他创办《民治日报》，开办地方自

治讲习所。 1922 年，张澜先生复任南充中学校

长，进行学制改革，强调学以致用。南充民主学

风盛行，吸引川北各县青年前来就学，涌现出许

多进步学生。

1926 年春，张澜先生创办成都大学并任校

长。他实行民主办校，用人唯才，提倡思想、学术

自由，各种学派和政治观点兼容并蓄。这一时

期，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得到他

的大力扶持，成都大学成为西南的民主堡垒、传

播共产主义的阵地。张澜先生支持学生进步活

动，谴责国民党和四川军阀杀害共产党员的反动

行径，并多方掩护和营救共产党员，因此招致国

民党的仇恨。1931 年成都大学被并入四川大学，

张澜先生被迫离职。

九一八事变后，为抗日救亡，张澜先生一方

面在南充继续从事文化教育并开展赈灾救济等

慈善事业，一方面力促川康地方实力派与中共联

系共同抗日。他曾促成刘湘签订“红（红军）、桂

（广西）、川（四川）军事协定”，促成刘湘与陕北中

共中央达成联合反蒋抗日的秘密协定。七七事

变后，张澜先生力劝刘湘、邓锡侯、李家钰等川军

将领出川抗日，劝说邓锡侯、李家钰在山西前线

与八路军配合作战。他出任四川省抗敌后援会

主任，动员四川各界支援抗日战争。

二、不畏强权的民主斗士，
德高望重的民盟主席

1938 年 7 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张澜先生被

聘为参政员。在参政会上，他对国民党一党专

政、蒋介石个人独裁和抗战不力时以抨击，有时

当着蒋介石的面公开加以谴责，以不畏强权、敢

于直言著称。

1939 年，国民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

的方针，并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为促进团结抗日，实施宪政，是年 11
月，张澜先生与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

等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后来中国民主

政团同盟的成立打下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为团结民主力量，促进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在统一建国同志会基础上，1941 年 3 月，中国民

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成立。张澜先生以个人

身份参加成立大会，并于同年 10 月黄炎培辞任

主席后，被公推出任主席。

为实施民主宪政，成立联合政府，张澜先生

坚持不懈地与国民党作斗争。他拒绝出席国民

参政会达两年之久。1943 年 9 月国民参政会三

届二次会议开幕当天，他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

民主政治》一文，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一党专政

的独裁统治。张澜先生在重庆寄居特园，军统在

毗邻的康庄设置特务机关，监视他的活动，他毫

不理会，民盟仍照常在此集会。中共领导人周恩

来、董必武、林伯渠等经常到特园与民盟领导人

共商国是，特园成为重庆民主运动的重要场所，

被誉为“民主之家”。1944 年 9 月，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在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改组为中国民主

同盟，张澜先生连任主席。在他的领导下，民盟

与中共亲密合作，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

降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澜先生

即发表对抗战胜利结束的谈话，强调中国今天更迫

切需要统一、团结、民主，希望国共两党军队迅速停

止摩擦，立刻召开党派会议，从事团结商谈。8 月

28日，毛泽东受蒋介石邀请，从延安赴重庆与国民

党谈判，张澜先生到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同张澜

先生的第一次会面。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访

特园，就国共谈判、和平民主建国、中共与民盟合

作等事宜同他进行商谈。最后一次会晤，毛泽东

在张澜先生卧室长谈达三个小时。张澜先生提

出以个人名义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将目前

已有的谈判成果告知公众，以接受全国人民的监

督推动，毛泽东赞张澜先生此举“老成谋国”。9
月 18 日，张澜先生《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

在 重 庆《新 民 报》和 成 都《华 西 晚 报》上 发 表 。

毛泽东三访特园会晤张澜先生，加深了中共同民

盟的合作，双方由此达成了中共与民盟今后在重

大政治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后采取一

致行动的协定。1946 年 1 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

庆召开。周恩来在会前与张澜先生晤面，就共同

争取出席会议名额等问题进行多次磋商，充分交

流意见，形成联合行动。张澜先生作为民盟首席代

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和民

盟代表团默契配合，互相支持，结成亲密同盟；无论

大会还是小组会，一方提新方案前必先知会另一

方，采取一致步调。中共同民盟这种高度的政治互

信与政治合作，最终促使政协达成五项协议。

政协会后，张澜先生坚决维护政协协议，与

国民党背信弃义推翻协议的内战政策和反民主

暴行作斗争。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他拒绝出

席国民参政会，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维持一党专

政的实质，严正声明民盟“不愿贸然参加政府”。

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闻一多被特务暗杀，

张澜先生致电蒋介石发表严厉谴责，并在成都

李、闻追悼会上义正严辞地发表演说，表示“本人

决步两同志之后尘，为中国民主和平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散会后被国民党特务打伤。

1946 年 10 月，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

大会”，并企图拉拢民盟等第三方面参加。面对

国民党公然违反政协决议的举动，11 月 11 日，在

“国民大会”召开前夕的关键时刻，尚在重庆的张

澜先生数次挂长途电话到南京民盟总部，再三叮

嘱：“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

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

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绝不可稍有变动。”民盟作

出决议，声明不参加“国大”，与中共站在同一立

场，使国民党孤立中共、破坏民主力量团结的阴

谋破产。张澜先生在重大历史关头的一锤定音，

确保了民盟上层领导的决策一致，确保了民盟同

中共的紧密团结。

1946 年 12 月，张澜先生到上海主持民盟盟

务。1947 年，国民党肆意逮捕、屠杀各地民盟盟

员，查封民盟所办报刊。10 月，民盟被国民党当

局宣布为“非法团体”。11 月 5 日，民盟在沪中常

委召开会议，为保护盟员，迫不得已，以张澜主席

名义于 11 月 6 日公告民盟总部解散。解散公告

发表次日，他以个人名义登报发表声明，表示“我

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

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呼吁全体盟员“继续

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

1948 年 1 月，沈钧儒、章伯钧等部分民盟领

导人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

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留在上海

的张澜先生在国民党严密监视下未能赴港与会，

他去信对三中全会决议表示同意，并资助民盟在

港活动。他与民盟留沪领导人黄炎培、史良等经

常会晤，指导国统区民盟地下工作。 1949 年 1
月，面对国民党的假和谈和“调停”请求，张澜先

生断然拒绝。不久，他与罗隆基被国民党软禁在

虹桥疗养院，直到上海解放前夕，经中共地下组

织营救方才脱险。

三、克勤克俭的国家领导
人，与日俱进的德之大者

1949 年 6 月，中共中央邀请张澜先生到北

平，参加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年 9
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会上他在代

表民盟发言时指出，“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

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

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和全国各

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

果”，“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相

勉励，以完成这个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使

命”。10 月 1 日，他在天安门城楼同中共领导人

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以

高度的政治热情参与国家事务，参加国家大政方

针的制定，为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为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民盟主席，张澜先生要求民盟各级组织

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党和国家的部

署开展工作。他带领民盟参加知识分子的思想

改造运动，参加新政权建设，参加抗美援朝、土地

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 年，中共中央作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后，张澜先生在民盟

一届六中全会上动员全盟积极支持抗美援朝，做

好后方支援工作，还发表演讲、撰写文章，谴责美

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民盟中央成立抗美援朝

爱国武器捐献委员会，他和家人也节衣缩食省下

钱来倾囊捐献。

1954 年，张澜先生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 2 月 9 日，

张澜先生在北京病逝，终年 83 岁。去世前不久

还由衷地说：“全国人民必须更坚强地团结在中

国共产党的周围，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继续努

力。”赤诚之言掷地有声、感人肺腑。

张澜先生曾说：“立德立功立言，这是中国估

计一个人的价值的标准，一个人要对国家，对社

会，对人民有贡献，这才算得是有价值的人生。”

他的“立德”，既体现在政治上的大节，也体现在

生活中的细节。从旧中国的四

川省省长到新中国的中央人民

政府副主席，张澜先生从不改其

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的人民公仆

本色。他当四川省省长时，夫人

仍旧当农民、住茅屋；他的薪俸

大都捐助公益事业或民盟事业，

在居住过的成都、重庆等地都无

房产；他一身布衣便帽从四川老

家来到繁华的上海，又从上海走

向北京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

他将夫人及儿女迁至北京后拒绝国家为他安排

的住宅，并执意不接受国家拨发的特别津贴，合

家团聚在一处旧陋宅院里。70 岁时，张澜先生

写下“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

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的“四勉

一戒”，这是他一生行事的座右铭，并以此教育子

女。他坚持用“宽容、忍耐、坚定、明达”八个字要

求自己，奉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的人生准则。他的高尚品德赢得了毛主席

的由衷称道，曾称赞他说：“表老啊，你很好，你的

德很好，是与日俱进的啊！”

我们纪念张澜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高尚情怀，

学习他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清正廉洁、淡泊名利

的道德风范，更要学习他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

作、风雨同舟的坚定政治信念。张澜先生穷其一

生，为唤起民众挽救祖国危亡奔走呼号，为寻求

救国救民真理奋进不息，为争取民主革命胜利顽

强斗争，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

联系在一起。在几十年的革命探索和斗争中，张

澜先生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会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他曾感慨地说：“我一身经历了几个朝代，在

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使我终于发现，只有中国共

产党才是真正为祖国、为人民谋福利的惟一政

党。”他与中国共产党患难中见真情，合作中增共

识，历经风霜而意志弥坚。他同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共产党

值得信赖的挚友和诤友。这种友谊，正是民盟同

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优良传统的生动诠释。晚

年张澜先生常常自省如何做好中国共产党的朋

友，他曾写道：我们居于朋友地位的应该反省，我

们够不够做一个好朋友？我们的思想意识与作

风能否与这位好友相配合？换言之，我们尽了做

朋友的义务与责任没有？我们对民族对人民的

利益，是否也具有同样的献身精神？我们曾否主

动地以对国事负责的态度来与共产党员实行“民

主合作”？这对于今天民主党派加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提高政治站位和提升履职水

平，切实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

事，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澜先生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

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历史时期，见

证和参与了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岁月中的无数次

重大历史事件，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立下了不朽功勋。他是民主

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先驱者，他的名字将永

远刻在多党合作的历史丰碑上。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民主党派成员应以张澜先生等前辈

先贤为楷模，继承和发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更加

紧 密 团 结 在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中 共 中 央

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坚持好发展好

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懈奋斗。这也是对张澜先生最好的纪念与告慰。

老 成 谋 国 一 生“ 布 衣 ”
—纪念张澜先生诞辰150周年

中央统战部

薄如蝉翼、光似镜面，每一片用精钢雕刻的明信片中，

都凝结着北京冬奥的美好记忆……前不久，一套北京冬奥

会主题的明信片受到收藏爱好者好评。这是国家邮品中第

一次使用钢材，生产这种“蝉翼钢”的是来自首钢京唐公司

的金属材料高级工程师莫志英和他的团队。

■■工匠绝活工匠绝活R

走进首钢京唐公司厂区库房，一卷卷成品“蝉翼钢”整

齐码放，等待着装车发货。“三年科研攻关，我们一直在突破

极限，让宽幅‘蝉翼钢’的厚度从 0.11 毫米降到了 0.07 毫米，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莫志英（见上图，左一，吴俊达摄）指着

眼前的产品自豪地说。

今年 3 月，莫志英带领团队成功轧制 0.07 毫米极薄规格

“蝉翼钢”，大幅度超过 0.12 毫米的机组设计能力极限。“生产

这种钢材，最大的挑战就在于极薄又宽。一般来说，宽厚比

达到 4000，生产难度就很大，而我们生产的这种 0.07 毫米

厚、800毫米宽的薄料，宽厚比达到 11428，难度可想而知。”

去年 7 月，莫志英带领团队成功将板材厚度降至 0.08
毫米，已达国内先进水平，再减薄 0.01 毫米，就像优秀的百

米运动员冲刺到极限后，再提高 0.1 秒的成绩一样，难度极

大。然而，对极薄规格钢板而言，厚度每降低 0.01 毫米，就

意味着吨钢可以节约将近千元的效益。“我们就是要挑战极

限、追求极致，力争‘低成本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莫志英

说。从 0.08 毫米到 0.07 毫米，0.01 毫米的减薄是他和团队

用了将近 1 年时间的攻关成果。

作为“蝉翼钢”全流程研发、生产的负责人，莫志英必须

对炼钢、热轧、冷轧等各个主流程的 300 多个小工序、上千

个质量控制点做到心中有数。为了确保钢水的洁净度，每

次他都要对钢水全流程氧含量、钢水温度及生产节奏等重

点指标进行监督指导。由于带钢太薄，超出了轧机自动调

整的范围，加之生产过程轧制力大、张力波动大，极易发生

断带问题。如何保证轧制过程稳定可控，更是莫志英必须

解决的一道难题。那段时间他经常晚上查阅国内外相关技

术资料，白天带领团队建模论证、试验模拟。为了第一时间

掌握最准确的数据资料，他总是在控制室、检查台、设备点

之间转个不停，忘记吃饭是常事。“蝉翼钢”明信片用钢从接

受任务到产出成品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莫志英全程

指导工艺调整，累了就靠着椅子坐会儿，困了就在操作台上

趴会儿。

一次，在脱脂机组生产时，操作人员发现纠偏辊入口带

钢有轻微“起筋”，有断带风险，请求停车。守在现场的莫志

英马上来到辊子旁边，仔细检查带钢的状态。凭借十几年

的轧钢经验，他迅速判定带钢只是发生了弹性变形，不会影

响继续生产。于是，果断要求操作员对机组张力、烘干温度

等一系列参数进行调整，最终带钢顺利通过纠偏辊……

功夫不负有心人。莫志英带领团队摸索出了一整套极

薄规格宽幅带钢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参数，不仅圆满完成了

冬奥明信片“蝉翼钢”的生产任务，也为企业生产工艺水平

的提高积累了经验。

“一张张明信片承载着北京冬奥会的美好记忆，也为冬

奥文化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莫志英说，能够以制作精

美主题邮品的方式参与冬奥，他感到很荣幸。“‘减薄、高强’

是‘蝉翼钢’极薄系列的极致追求，我们还将朝着更高目标

不断前进。”

首钢金属材料高级工程师莫志英——

精准轧钢 薄如蝉翼
本报记者 贺 勇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街道的中纳灰村，上千亩油菜花迎来采摘期，成片的油菜花与峰林、田野、村寨、

河流构成了一幅美丽乡村图景。图为日前拍摄的万峰林风景区。 魏浩然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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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3 月 29 日电 （记者侯琳良）近日，山东省印发

《“十大创新”2022 年行动计划》《“十强产业”2022 年行动计划》

《“十大扩需求”2022 年行动计划》，聚焦 2022 年目标任务，强优

势、补短板、增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十大创新”行动计划提出加强“科技研发创新”，将加快攻

克一批关键技术，搭建一批创新平台，壮大一批创新企业，引育

一批创新人才，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环境。

“十强产业”行动计划提出将对“十强产

业”规模质量目标、“五年取得突破”任务目

标进行细化，并提出 54 项推进措施，确保各

项任务目标落地见效。

“十大扩需求”行动计划，覆盖新型城镇

化、低碳转型、工业技改等十大领域，推动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

调整。

山东省发改委副主任王栋介绍，“三个十大”行动计划，一是

突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确保可落地可实施；二是突出整体性和

协调性，确保各行动计划之间相互协调、互为支撑；三是突出时

效性和延展性，坚持长短结合，既聚焦 2022 年目标任务，也着力

为一季度和上半年经济社会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山东出台三个《行动计划》——

创新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